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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李晨琰

（上接第一版）跟随她的视角，上世纪90

年代中国钢铁产业中的国企、民企、外

企、混合制企业等各色群体的生存百态、

企业主形象，也渐次登场。

从文本到影像，主创们在改编时达

成了高度一致。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该

剧总制片人戴莹认为，小说可贵之处在

于“这群中小企业家是怎么去拥抱机遇、

迎接变化的，他们的痛苦挣扎和奋发向

上，都讲述得特别透彻”。创作过程中，

导演傅东育也力求将那个年代具有的精

神力量传导到个性化的角色身上。“那群

改革开放浪潮下的创业商人，他们果敢

有劲，甚至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创业

状态。他们渴望奇迹、也创造神话。”

于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许半夏有

着敢冒险、也敢为冒险承担责任的品质，

这使得她能在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选择

中抓住机会。她和童骁骑、陈宇宙组成

的创业“钢三角”更有着能吃苦能扛事的

强大意志，这令他们的冒险精神不至于

变成匹夫之勇，能挨过冷眼与嘲笑从不

言弃，能挺过大半年经济和精神上的双

重煎熬终于等来钢价回暖、变废为宝，便

是如此。而以伍建设、冯遇、裘毕正等人

为代表的老一辈民营企业家，既是抓住

机会、圆梦理想的探索者，也是时代巨变

的见证人。

这群普通人渴望奇迹、创造神话的

过程，既印证了时代变迁的规律，也凭热

气腾腾的生命力、奋斗感打开了当下时

代的情感共振地带。

见人性：现实作笔、以情
为本，雕刻出敢闯者群像

但若把这部剧仅仅当成一段完美女

性的奋斗史、发家史，显然是看轻了它。

延续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又放大电视剧

温暖现实主义的风格，《风吹半夏》的创

作者现实作笔、以情为本，在辩证唯物主

义的理念下雕刻出一幅让人边鼓掌、边

思考的闯者群像。

现实作笔，剧中塑造的许半夏抛开

了传统观念里完美女性零瑕疵的滤镜。

她有善良与利己的双面性，有重情重义

和果敢决绝的两种极端情绪。她对拼搏

长驱直入，争份额、跑渠道、建钢厂，从来

都是说干就干、大胆踏浪；她对欲望坦

荡，留下赤裸裸的名台词“钱都起床了，

你还没起”。

现实作笔，剧情演绎商场博弈，刀背

藏身，并不回避竞争的残酷、人性的弱

点。一场场饭局，将伍建设、裘毕正、郭

启东、冯遇这群中小企业主的性格形象

雕琢得淋漓尽致。但可贵的是，《风吹半

夏》在留存了令人咂摸的商战江湖同时，

以情为本，让观众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的商战里感受到了情义震撼。

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钢三角”组

合。三个弱者、社会边缘人结缘于微时，

从小小废品站开始了一生的羁绊。他们

联手搞事业，不问过往、不计得失、不离

不弃。童骁骑入狱那五年，许半夏和陈

宇宙扛起他应尽却不能尽的孝道；当钢

价跌到谷底、许半夏眼看一败涂地之际，

是童骁骑昼夜奔袭、卖命载货，是陈宇宙

一边抵押房产、一边与债主周旋，他们共

同为她筑起盾牌；更不消说，陈宇宙的生

命进入倒计时后，许半夏搏上一切也要

争一争省二钢的经营权，极大原因是为

了小陈圆梦。“钢三角”的A面是江湖儿

女的传奇，B面点点滴滴沉淀着中国人

骨子里的情义无价。

见时代：在激荡的川流
上，托起有志者的海阔天空

时代是剧中从未缺席的主角。导

演反复借冷的钢、沸的水，还有凝结着

大众记忆的流行金曲，将取景框对准上

世纪90年代到世纪之交那段既近又远

的岁月。

1996年，许半夏独自从黑海带回万

吨级废钢。所谓“废”，只是坦克、大炮没

了用武之地，成列的报废武器乘着破冰

船航行，撞开许半夏他们的事业前程，重

塑的也是东欧剧变后国际世界的格局。

1998年，许半夏去东北买设备。曾经喷

着高温灼热的厂房，此刻被雪花覆盖。

厂子关了，人走了，机器仍在冰天雪地

里。时代车轮之下，个体缅怀发出微小

的声音。许半夏把设备买走，如同带走

老钢铁人的青春，这也是为什么，那一大

批人心甘情愿跟着素昧平生者迁居南方。

世纪之交，伍建设的钢铁厂弊端频现，设备

和技术老化，产能上不去，污染减不了，危

机已在眼前。而另一边，出于救赎，出于预

判，许半夏他们的宇宙钢铁厂带着更文明、

更规则的生长，才可能走进新世纪。

剧中，每一次庞大的钢铁王国出现，都

会让观众感知时代的风向。外面的世界有

动荡，国企改革、压缩过剩生产力、节能减

排、房地产市场新兴等，则是国内的流动、

风的流动。而这风，便是改革开放的风。

如果说复古又贴切的服饰妆容、经典

老歌，营造了一个准确且能满足想象的90

年代瑰梦，那么扎扎实实的钢铁行业变迁，

把氛围感兑现成了现实主义。它自成语

系，会在台词之外言说：改革开放的每一步

都渗透了中国人的奋斗、苦难和幸福。所

有的阵痛、无序或者野蛮生长将渐渐离场，

激荡的川流上，时代之风会托起有志者的

海阔天空。

浪奔浪流的年代，什么才最珍贵

“康复科是干什么的？”

闵行浦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负责人王伟，至今仍

记得2019年医院新开康复科时，不时有居民探着脑袋来问。

居民对这个学科得“消化”一番，而需求就在一个个病例

的积累中释放：这三年，慕名而来的患者越来越多，不仅有周

边居民，还有人专程从杨浦赶到闵行——要知道，这种“跨区

择医”通常出现在三甲医院。此外，还有仁济医院的医生将手

术后患者也介绍到她这里做康复……

闵行浦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已被列入上海市示范性

社区康复中心。这个小小社区医院里的康复科不仅周一到周

五“开满”，还加开周六门诊满足“上班族”的需求。

“老百姓的口碑是最好的奖杯。”王伟很自豪。在王伟身

后，一张计划遍布全市的“社区康复网底”正在加速铺设。据

上海市卫健委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年11月下旬，上海市示范

性社区康复中心总数已达到91家，这也意味着始于2021年的

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建设经过两批

推进后，一系列智能示范康复服务正进入社区。

放眼全国，上海又一次率先试水，勇当社区康复探路者。

家门口的康复科：“开张”3年不到
收获满墙锦旗

运行不到3年，收获了40多面患者送来的锦旗，王伟所在

的闵行浦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人气”颇高。有患者感

慨，“解决了在外头跑了两三年都没解决的问题”。

这个社区里的康复科有多厉害？王伟笑言，其实患者得

的大部分都是常见病，包括颈腰椎病、疼痛、中风后遗症等。

但在这里看病，与“大三甲”又有不同。

王伟记得，2019年9月康复科刚开时，来了一位患者。这

是一名爱旅游的上海阿姨，后来由于脚痛、无法长距离走路，

旅游计划只能搁置。一次，她陪丈夫一起到社区看牙，路过康

复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成为了“首批患者”。

“先生陪我跑了很多大医院，各种检查都做了，就是看不

好。”听着阿姨的讲述，王伟进行检查后，感觉她的情况更像是

足弓和足底软组织方面的问题。经过两次康复治疗，阿姨的

情况有改善，但没完全好。为此，王伟开始翻文献，“可能是足

底小关节错位，所以拍片子看不到。”循着这方向，王伟又给阿

姨做了两三次治疗。之后，阿姨没再来。她的丈夫到社区看

牙时特地来到王伟所在的康复科，带来一个好消息：“我老婆

的脚好啦！找对医生，太重要了！”

从读研究生开始到正式踏上工作岗位，这些年，王伟在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华山医院静安分院等医

院参与或独立负责的康复病人很多，而这名“复杂系数不高”

的患者，却让她特别有成就感。这，是对她在2019年主动投

身社区康复的莫大鼓舞。

都说社区康复是康复医疗体系的“网底”，但多年来，这个

“网底”一度是缺失的。随着上海掀开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建

设，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更多的居民开始获益。

位于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中心，

是今年第二批公布的上海市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1300多平

方米的“超级大平层”在全市数一数二，内设磁振热、冲击波超

声波室、作业治疗室、言语治疗室等区域。天轨系统、上肢康

复机器人、腕关节康复机器人等以往在三级医院配备的智能

康复设备，在这里一应俱全。

斜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颜骅说，有了这些设

备“加持”，患者在“家门口”康复显然更有“医”靠。

朱阿姨今年70岁，一年前因左肩周炎导致左肩关节疼

痛，梳头、穿衣都很困难。听邻居说，要治这病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靠自己手指“爬墙”。于是，朱阿姨就坚持每天“爬墙”训

练，但数月下来疼痛没好转，生活却受到严重影响。在一次配

药中，她偶然接触到斜土康复科，在康复团队的帮助下，运用

智能康复设备，配合治疗师的手法治疗，3周不到，朱阿姨的

左肩关节活动明显好转，生活细节动作能轻松完成了。“没吃

一粒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朱阿姨很感激。

到社区康复的，不只有老年人。39岁的张晨（化名）两年

前在上班路上遭遇车祸，脊髓受伤严重，下肢截瘫。做完手术

后他无缝衔接地住进一家康复医院。两年间，他“收获”了一

摞病例和收据，从只能卧病在床，到后来下肢开始可以渐渐活

动……但医院的消毒水味，还有日复一日头顶的白色天花板，

让他怎么也不想再待下去。回家，是他住院两年后唯一的想

法。可回家之后呢？所幸，当张晨被家人用轮椅推进虹口区

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他的世界仿佛开了一扇新

的窗。

“以前，我们绝对没能力接诊这样的康复患者，但现在，我

们完全可以。”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治疗师孙华

说。今年9月，这里同样获批成为“上海市示范性社区康复中

心”，让张晨这样的重症患者有了在“家门口做康复”的可能。

“这里的治疗师给我很多信心，我要努力康复，争取早日

回归社会。”张晨说。

治疗是让患者“活下来”，康复是让
患者“活得好”

在普陀区万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1岁的季奶奶是

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今年9月，她外出买菜，被助动车带到、

摔倒，送至嘉定区江桥医院急诊，经查后诊断为“左侧股骨粗

隆间骨折”。9月14日，老人在全麻下接受了左侧股骨粗隆闭

合复位髓内钉固定术。手术很顺利，为寻求进一步康复治疗，

9月19日，季奶奶住进了万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里

也是上海市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

“刚来医院时季奶奶很焦虑，平日里身体硬朗的她，一时

无法接受自己只能躺在病床上、不能行走的事实。”康复治疗

师徐人杰比季奶奶稍早来“报到”，1999年出生的他今年6月

刚从上海健康医学院毕业。因为学的是康复医学，他毅然选

择投身社区康复事业。

“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啊？”这是季奶奶见到徐人

杰说的第一句话。

“您别急，接下来几天，我会带您在床上进行一些活动，先

把肌肉力量练起来。”徐人杰耐心安慰。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治疗。”事后

证明，老人不是随便说说的。

万里社区的康复团队根据老人情况制定了针对性康复计

划，并使用中医手段辅助治疗。“对骨折术后患者，除了主刀医

生明确表示要制动的，早期床上运动是很有必要的，能为患者

重新站立、行走打下基础。”徐人杰说。

万事开头难。就在治疗后第二天，老人眉头紧锁。“徐医

生，我的左大腿好痛，是不是运动量有点大？”

“肌肉酸痛是因为骨折后长期卧床、重新活动后肌肉不耐

受，我给您揉揉……一定要再坚持几天。”徐人杰耐心解释。

81岁的“模范学生”与22岁的“康复新兵”磨合得不错。

转眼到了国庆假期，徐人杰给季奶奶布置了“假期作业”：训练

一套动作。

假期过后，徐人杰刚回来上班，就见到这样一幕——

“徐医生，快来看，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季奶奶话音刚落，

就直直抬起了左腿，展示着自己的“康复成绩单”。

“真是太好了，再练几天，您马上就能站起来走路了！”徐

人杰很兴奋，他事后告诉记者，这是老人第一次纯靠自己的力

量抬起左腿。对她的康复之路来说，这是个里程碑级的成果。

之后的半个月，季奶奶康复信心越来越强，身体运动能力

也越来越好，到10月下旬，她已经能在助行器辅助下独立行

走，康复团队开始给她安排另一个康复训练项目——走楼梯。

“老人平时独居，家住三楼，没电梯，所以我们告诉她走楼

梯的要点：把重心放在健康腿、站立不稳时学会‘借力’，将损

伤最小化。”万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医学科主任邹钒

从一家三级医院“跳槽”、加盟万里。他告诉记者，在康复评定

中，有一条叫做患者职业测定。也就是说，康复团队会询问患

者发病前的职业或生活场景，相应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

真正重返社会、重回生活。

“我年轻时就是一个要强的人，我不能接受躺在床上、别

人喂饭度过下半生，那不是活着该有的样子。”对于社区医护，

季奶奶有说不尽的感谢，“在我无比失落时，是他们用专业技

术让我重新站起来。”

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康复医生也跟记者反复强调这一

点：如果说治疗的目的是让患者尽可能“活下来”，那么康复就

是让患者“活得好”，活得更有质量。患者脑梗、心梗后，经过

急诊手术救了回来，但却从此躺在床上、再也走不出家门，这

不是医学治疗的根本目标。治疗之后，康复得跟上。

因为季奶奶的出现，徐人杰对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更有

信心。这是他将学校所学用于患者、相信康复让患者重返社

会的第一个案例，他很有成就感。

“如果能早点介入康复，他们不一
定就这样躺在床上”

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上海市第二批示范

性社区康复中心，于今年9月5日正式运行，迎面墙上的一句

话很醒目——“给我一份信任，还你一份健康”。它不仅写在

墙上，也写进了患者的心里。

47岁的老庄是一名司机，因久坐、缺乏运动，导致腰部疼

痛难忍，腰椎活动受限，急性发作时无法站立。老庄曾在多院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多年来，只要腰痛发作，他就吃止痛药，

但近来在服药后胃痛明显，熬不住了，只得到桃浦社区医院求

助。“这是长期劳损导致的严重腰肌劳损。”康复团队给老庄开出

处方，并督促他养成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避免久坐。

经过四周康复加中医药治疗，老庄的腰痛缓解了，此后近半

年随访中，康复团队对他的居家康复治疗进行了针对性指导。

目前，老庄已有半年没有再犯病，同时因为半年没服用止痛药，

消化道症状也缓解了。

“老庄这样的患者在桃浦社区不是少数，很多患者比他年纪

大、病情重。”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杜逸梅说。

杜逸梅与同事们对这种康复需求的获知，源于偶然的“入

户”经历。原来，随着上海市试点长护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

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失能情况评级工作，就因这份工作，社区医务

人员敲开了一扇扇房门，结果发现，“社区里居然有这么多脑梗、

中风偏瘫后的患者，如果能早点介入康复，他们不一定就这样躺

在床上。”

储备培养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中医康复师，送医生去华

东医院、华山医院学康复，送护士去学康复护理……由于布局

早，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入选了第二批示范性社区康复

中心。

诚然，社区康复中心发展要有“后劲”，离不开人才与学科建

设。“起初我也担心，除了老人热衷理疗，年轻人是否会走进社

区，给我们一次机会？”浦东新区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唐

岚说。让她意外的是，有一天她遇见一名40多岁的白领来做心

脏体外反搏康复训练。离家近、环境好、排队少……在这位患者

眼里，社区康复虽然还在建设提速阶段，但吸引力着实不小。

两年来，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康复服务近20万人

次，平均年龄56.8岁。“要留住患者，最根本的还是对专业的认

可。”在唐岚看来，获取预期疗效，居民对社区康复的接受度自然

攀升，但社区康复整体学科能力的提升则离不开上级医院辐射。

目前，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和仁济医院心脏康复中心，

东方医院康复科、心内科，以及公利医院康复科和全科等积极联

动，为患者打通“上下转诊”的通道。

“常规康复要留在社区，疑难重症转到三级医院评估后、再

回到社区。”华东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徐国会认为，如此良性互动

才能帮助康复医学走得更远。

华东医院康复团队经常“下社区”，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潘毓

健每月定期到嘉定区迎园医院开专家门诊。“通过带教查房、疑

难病例讨论等，希望带动区域康复能力提升。”徐国会说，带教中

也会选拔社区“好苗子”，然后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加以培养，许

多课题也会与社区联动开展。

有人选择主动“回流”，但“年轻学
科”依旧求贤若渴

走访的社区康复中心多了，徐国会也不禁赞叹，“论设备，有

些比我们医院的还好！”但眼下，社区康复“热起来”，徐国会也深

悉其背后的困境——依旧缺人！

采访中，多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对康复人才表达“渴

求”意愿。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柳甚至

透露，已将康复医生招聘信息“置顶”，但有意者寥寥。

多名三甲医院康复科教授告诉记者，在我国，康复医学依旧

算“年轻学科”，“重治疗、轻康复”的传统观念一时难以纠偏，客

观上造成康复人才短缺、选择康复医学的医学生较少、康复医师

薪酬待遇有待提高等种种关联因素。直到汶川地震后，我国康

复医学才算经历了一次大发展，而走到今天，多家大型医院的康

复人才依然紧缺。“每年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康复专业学生本来就

很有限，且大多流向二三级医院，还有多少人能留给社区？！”有

业内人士如此剖析。

因此，在政策层面，上海近年来不断通过医联体建设等，加

大对社区康复人才的培养。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康复人才开始

主动“回流”社区。

孙华原先就职于某三甲医院，2012年来到嘉兴路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今年正好十个年头。在这里，孙华有自己的

“粉丝”。“一些居民就像家里的长辈一样，事事关心我，有任何问

题也习惯来问我一句。”孙华说，和在三甲医院从医不同，社区给

他的感觉很不一样，“与居民接触时间长，很多时候觉得他们就

像老朋友，很有人情味。”

扎根社区康复三年，王伟的这种感觉也日益强烈。“在大医

院里，为让更多人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床位必须要‘转起来’，但

对康复病人来说，这个以天计算的周转率是不够康复的，而社区

可以好好做。”其实，王伟也正是带着这份对患者需求的“嗅觉”，

投身到自己家门口的社区医院。

2019年8月，意气风发的王伟来到闵行浦锦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康复科。“当时新购置器械还没拆箱，我跟装修自己的新家

一样，设计器械摆放位置、病区流程。”王伟不担心“没病人来”，

她耐心接待每一个探头进来询问的患者，还免费给居民做康

复。记得当时有一名患者手抬不起来，她一点点查，发现是颈椎

病导致神经压迫，给予消炎消肿康复治疗，第二天患者就不疼

了，第三天，患者提着两大袋白菜回到康复科，“这是我自己种

的，你一定要尝尝”。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病例，积攒着这个社区康复中心在居民

心中的口碑。如今，这里的康复治疗量明显上升，康复医生、治

疗师队伍不断扩容，年门诊量达到2000人次左右。

两年多的时间，王伟只有“单休日”——每周六除了半天门

诊，还得去康复病房看看患者，如今正在推进中的示范性康复中

心建设，更让她“忙起来”。

和边工作、边接受采访的王伟聊着，记者也真切感受到了社

区康复蕴含的温度。俗话说，“很多大病，三分靠治，七分靠养。”

居民到哪里养病？康复是一个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场域，而

人，本身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生活场景、康复需

求。眼下，上海在全市构筑的社区“康复网底”，正努力走近居民

身边，带去康复理念和实践，为一个个有需要的家庭接续新的希

望，尽可能让每一名患者有尊严地活着，回归家庭、重返社会。

上海在全国率先探路社区康复，本报记者深入调查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

“家门口做康复”让患者活得更有质量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今年9月开

门，对于病情较严重的患者而言，在家门

口做康复不再遥不可及。

（除署名外均受访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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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万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师徐人杰给老人做康复训练。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在嘉定区迎园医院内患者用康复机器人训练，如同打游戏。


